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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85_E6_B3_95_E8_c36_50240.htm 一、国际法主体的概念

及条件国际法主体，是指具有独立参与国际法律关系的能力

，在国际法上直接享受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当事者或人格者。

作为国际法主体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具有独立参

加国际关系的资格即具备参加国际法律关系的权利能力。国

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作为参加国际法律关系的主体

，必须具有独立参加这种法律关系的资格，参与国际关系可

完全自主，不受其他主体制约或限制。倘若没有这种资格，

就不具备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前提条件，不能以国际法主体身

份参与国际事务。（二）具有直接承受国际法律关系中权利

和义务的能力即具备参加国际法律关系的行为能力。在国际

关系中行使权力和承担义务是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基石，

这就要求国际法主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国际关系并直接

随国际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而不需要通过或借助于其

他主体来实现。实现的权利包括：缔结条约、派遣使节、参

加国际组织、提出国际求偿等等；履行的义务包括：遵守国

际法规则、尊重别国主权、履行国际条约等等。如果没有这

种能力，就不可能承受国际权利和义务，自然不会成为国际

法主体。（三）是参与国际法律关系的国际社会成员这一条

件表明：①进行国际交往，参与国际法律关系是成为国际法

主体的前提条件；②国际法主体必须是国际社会成员。所谓

国际社会成员是指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参与者，其可以是国家

、民族，也可以是组织。二、国际法主体的范围这里应重点



掌握并区分主权国家、国家组织及争取争取独立的民族的国

际法主体资格问题，正确认识个人和法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

。在国际关系中，个人是不能以国际社会成员身份参与国际

关系的；法人虽可参加一些国际交往活动，但其不具有承受

国际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能力，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

平等的一员，而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民间国际组织也因

不具备国际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

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法主体已不局限于国家，而扩大

到了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组织等准国家

实体。当然，它们在国际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不等同的。国

家是基本的主体，国际组织和民族解放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和

一定范围内是国际法主体。国家因其在国际法律关系中的主

导地位和主要作用而成为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国家作为国际

法的基本主体的理由是：1、由国际关系的特点决定作为国际

法律关系的主体当然离不了国际关系，国际关系是国际法赖

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就是国家之间的

关系，尽管从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看，包括国家与国家

间的关系，与国际组织与准国家实体间的关系，也包括国际

组织，准国家实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但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

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离开了国家的参与和

交往，国际法律关系就不能形成和发展。2、由国家自身的特

点决定国家是有主权的，对外表现为独立权、平等权，不受

其他主体管辖和制约，能够与其他主体在国际关系的全部领

域内以各种形式进行交往，具有全面的交往能力。从法律角

度看，国家不仅具有完全承受国际法上权利和义务的资格，

而且具有以自己的行为全部行使上述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能力



，从而决定了它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国家的这种完全的权

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其他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所没有的。比如

，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从成员看主要由国家组成，从成立看

是根据国家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建立的，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是成员国通过协议授权的，范围是有限的，国际组织的活

动不能超出成员国的授权范围，此已足现国家的基本主体地

位；民族解放组织作为准许国家实体，已具备了国家的某些

特征，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

义务，但其毕竟是过渡性主体，不可能像国家那样具有完全

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3、由国际法规范的内容决定现代国

际法尽管增加了调整国际组织和民族解放组织的规范，但从

整体来看，不论从国际法的传统部门，还是从国际法发展的

新领域，仍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和制约国家行为的规范

，有关其他主体的制度仅仅是一种补充；从规范形式看，造

法性条约的签订者主要是国家，国际习惯法的形成也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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